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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起心動念 常行不輕 

行菩薩道

「得大勢！以何因緣名常不輕？是比丘，凡有所見—若比丘、比丘

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—皆悉禮拜、讚歎而作是言：『我深敬汝等，不

敢輕慢。所以者何？汝等皆行菩薩道，當得作佛。』而是比丘，不專

讀誦經典，但行禮拜，乃至遠見四眾，亦復故往禮拜讚歎而作是言：

『我不敢輕於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』」

「常不輕」特殊之處，在於他是行菩薩道的比丘。我們一般稱在家修行

者為在家菩薩，出家修行者為聲聞眾，其實菩薩應是指發菩薩心、行菩薩行的

人，不僅要自利，還要利益世間，包括出家與在家眾。而現在這位主角是出家

比丘。

身分不同，利益世間的層次也不同。常不輕菩薩是比丘身，為聲聞眾，

卻發了菩提心，是發大心的菩薩，他的動作表現出與其他出家人不同，遇到比

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不論出家或在家，他都禮拜、

讚歎，同時說：「我深敬汝等，不敢輕慢」。

「所以者何？」為什麼常不輕如此讚歎四眾？甚至口中還說著「汝等皆行

菩薩道，當得作佛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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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薩道  所作所為與菩提心相應

什麼是「行菩薩道」？所作所為與菩提心相應，每一個動作都是菩薩道，

所以「當得作佛」，將來要成佛。「當」是「未來」之意，這是未來式。

各位確實是菩薩，我們信仰佛陀，接受三皈、五戒，學習佛陀的教法。佛

陀的教法在菩提伽耶的大門口，立下舉世的標竿：「人之所以偉大，不是因為

血統，而是來自於對世間的善舉，對道德的踐行，對信仰的提升。」

信仰必須堅定，也需要提升，否則會因無知而產生遺憾。

有天剛好是保生大帝的聖誕，附近的廟宇一直放鞭炮，一位居士對我說：

「師父，只要人家放鞭炮，我就很難過」

我問他：「為什麼難過？」

他說：「以前我家附近因為酬神放鞭炮，家父出去看熱鬧，他不知道應該

站在上風處，吸進許多有毒煙霧。父親覺得頭暈，回家後竟就此辭世。鄰居還

風涼的說：令尊羽化成仙啦！」

他繼續說：「我不這樣認為，往後只要有人放鞭炮，在爆破聲中夾雜著濃

煙，我就會悲從中來。」

後來這位居士總會多做善事、積累功德，回向給父親，彌補遺憾。聽完這

位居士的故事，讓人更加感慨地問社會、也問自己—我們的信仰究竟什麼時

候能提升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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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不輕菩薩的修行法門

常不輕菩薩的行門功課、修行方法跟別人不太一樣，「不專讀誦經典，但

行禮拜。」他既不是專修廣讀經典，而是到處禮拜、讚歎人家，這些禮讚的對

象，不只是近處或眼前，而是「乃至遠見四眾，亦復故往禮拜」，即使遠遠地

看到四眾，仍會刻意趨前禮拜和讚嘆。

依戒律，所在之處，有大德在弘法，若是不去禮座親近，不去聽開示，

是犯戒的。早期確實是如此，長老法師移駕來附近道場說法，是多麼難逢的機

會，當然要穿袍、搭衣、持具去頂禮。尤其是受戒的戒師，受法的長老，一定

會去請法，他們住世時，我年年都會去頂禮，但這些大德陸續圓寂，加上現在

台灣弘法普及，聽經聞法活動很多，風氣已轉變了。

常不輕比丘遠遠見到，還會特地跑去頂禮、禮拜、讚歎，同時說「我不敢

輕於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」他抓住任何一個弘法授記的因緣，「我不敢輕慢

你們，你們都要成佛的」，當我們在頂禮大德的時候，這一句話輪不到我們晚

輩說，但這是常不輕菩薩的修行法門—為眾生授記成佛。




